
一个世纪前， 老校长
黄启明就在培正营造了

“敬业乐群” 的良好氛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问及
老师们在这里工作有何感
想时，“累并快乐着”、融
洽、温暖、互助协作等依旧
是老师们的共识。

培小现任校长叶志丹
也曾是这里的家长。 对于
培小老师的敬业乐群、对
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他
深有感触：“记得女儿读一
年级时， 有一次老师找我
谈话， 她提醒我孩子正在
换牙期， 要注意不要让孩
子吃这么多糖果。 当时我
很纳闷，自己作为父亲，完
全不知道孩子喜欢吃糖。
老师告诉我， 午休时整理
孩子的睡袋时发现了糖果
纸， 所以才提醒家长要注
意的。 还有一次，女儿回家
跟我说，班里有个同学在厕
所里摔倒了， 大冬天的，老
师怕孩子着凉，马上把自己
孩子的备用衣服给这位同
学穿上。老师对学生发自内
心的爱和呵护，培小家长看

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
在培小任教25年的副

校长林晓玲现在还清晰地
记得刚来这里时那个懵懂
的自己：“我第一次给学生
上课真的非常非常紧张，
虽然课前我已经特别细致
地备课了， 但课堂上还是
很怕自己讲错， 怕学生听
不懂。 那时候多亏了我的
师傅陈晓， 她当时已经是
数学名师了， 但一点架子
都没有，她只要不上课，都
会搬个凳子坐在教室最后
一排听我的课， 听完后非
常细致地点评。 记得有一
次课是讲应用题， 陈晓一
下课就跑过来跟我说，她
刚才在自己班上讲得不太
好， 可能用另一种方式给
学生讲， 他们会更好理解
……我用她说的方法现学
现用， 从学生们的反应来
看， 确实比我之前备课时
的方法好多了。 我下课后
也及时跟陈晓反映了情
况， 她第二天在自己的班
里也用了这样的方法 ，效
果确实好多了。 ”

24年过去了， 这一幕
依旧清晰地刻在林晓玲的
脑海里：“培小的老师就是
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
经验传授给新老师， 手把
手地把新老师培养成骨干
教师。 ”

因为一直是广州基础
教育的排头兵，培小经常要
接待前来参观和学习的团
队，老师们除了要上好每一
节课，还要面对繁重的接待
任务。 最开始每周一次接
待，后来越来越频繁，为了
及时通知老师们，老校长叶
尔安想了一个办法，她对老
师们说，如果看到她办公室
门口挂了小灯笼，就说明当
天有接待任务。 再后来，接
待实在太频繁了， 叶尔安
说：“我也不挂灯笼了，可能
随时都有人来学校参观，天
天都是参观日。 ”

25年来， 林晓玲从老
师、班主任、教导处主任，
成长为现在的副校长。 她
认为，正是“天天都是参观
日” 让每一位培小老师都
对自己高要求， 尽力上好

每一节课、 做好手上每一
项工作：“培小老师工作虽
然非常多，但效率都很高，
因为我们分工不分家，老
校长张淑华常说，‘我们要
互相补台， 发现问题马上
想办法， 大家合力才能把
工作做好。 ’”

培小老师的爱岗敬业
是出了名的， 经常大晚上
办公室还灯火通明， 林晓
玲说：“我们确实有很多工
作要做， 经常放学了还没
做完， 所以大家都很自觉
地在办公室加班。 但是同
事之间关系特别融洽，大
家在一起感觉有伴， 心里
很温暖。 ”

教导处主任徐紫已经
在培小度过了30年时光 ，
好几次其他学校“挖”她去
当副校长， 她都婉拒了：
“我真的很爱培小，就像爱
自己的家一样。 30年来，学
校不断发展，越变越美，我
真的很开心。 培小的氛围
非常好， 大家都拧成一股
绳，在这里成长和奉献，我
感到特别自豪。 ”

记者采访培小学生时，正
值新一届大队委的选举 ，六
年级学生赵柏阳、肖蓝可、陈
玟如都是其中的候选人 ，他
们正认真地准备下午的竞选
演讲。 谈及培小的学生，赵柏
阳说：“我身边有太多值得学
习的小伙伴了， 大家各有所
长，我们互相取长补短。 就比
如今天， 我前两节课因故请

假了，一回到教室，同桌就跟
我说：‘柏阳， 今天的语文课
挺难的，重点是这些，我都做
好了详细的笔记， 我来给你
讲一讲吧……’”

身旁的陈玟如同学也频
频点头， 她说：“这里的学习
氛围特别好， 下课后同学们
还会聚在一起讨论老师课堂
上没讲完的知识点。 老师一
直倡导我们先自学、组学，然
后群学 （课 堂 上 老 师 的 讲
解），所以我们的学习效率都
很高， 基本上课堂上都能把
学习的难题解决掉。 ”

肖蓝可同学说，培小的老
师总是以身作则， 对学生一
视同仁，“他们总是用爱来感
化我们”。

赵柏阳想起了上学期一
堂令他印象深刻的语文课。
五年级下学期时， 有一次语
文课上， 班里有个同学突然
呕吐了， 还把同桌的书包弄
脏了。“当时那位同桌很不开
心， 还表现出一脸嫌弃的样
子。 陈敏璇老师看在眼里，但
她先把同学的呕吐物清扫干

净，安顿好这位同学后，就把
他的同桌带到教室外谈话，
告诉他同学之间应该包容和
互相帮助， 这样才能收获更
多的友谊。 ”赵柏阳说，这件
事情全班同学都看在眼里，
都很佩服陈老师处理问题的
态度和方法， 后来这位同桌
也变化很大， 跟班里同学关
系都很好。

每当亲朋好友问起陈玟
如在哪里读小学时， 她都特
别自豪地回答———培正小学！
随之而来的， 是亲朋们异常

羡慕的目光。 她说：“很多人
都对培正的学生很感兴趣 ，
觉得我们的课外活动丰富多
彩。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老师
都给了我们学生特别大的自
主权，比如大队委的选举，都
是全体学生投票选出来的，
老师不会干涉； 就连学校的
官微推文也是我们学生自己
采写和编辑的。 ”

肖蓝可说：“因为培正的
学生都很优秀， 在一群优秀
的学生里， 同伴就是大家不
断努力的最好动力。 ”

老师说：
在这里成长和奉献，我感到特别自豪

学生说：
在一群优秀的学生里，

同伴就是大家不断努力的
最好动力

培正小学良好的口碑不止在
校友中代代相传，在不少广州市民
的心中， 培小也是孩子读书的首
选。郑欣和黄晓丹女士就是慕名而
来的家长，她们都对百年老校深厚
的历史底蕴情有独钟。郑欣说：“每
次从培正校门外走过，我都要驻足
观望很久，这里红墙碧瓦，校园里
还有一棵百年大榕树……这种历
史的沉淀极富魅力。 ”

孩子入读培正后， 几乎每天
都有成长的惊喜， 这让郑欣毫不
犹豫地把二宝也送来培正读书。
郑欣时不时会拿出儿子李泽一的
毕业纪念册来翻一翻， 孩子六年
来的成长点滴历历在目。

郑欣和大多数培正家长一样，
对学校独有的级社文化赞赏有加。
李泽一今年毕业，这一届毕业生属
于“安社”，“安”字寓意美好，希望
学子安心立志，做修己安人、安邦
治国的社会英才、国之栋梁。她说：

“儿子他们‘安社’的全体成员一起
设计社徽和社旗，儿子有幸当选社
长，设计的社徽还有幸当选，真的
别提有多自豪了。这份荣誉也一直

激励着他不断努力。 ”
郑欣和黄晓丹都认为， 培正

的学生不仅成绩好， 综合素质也
非常高， 自信和大气是培正学生
的显著特点。 今年1月，广东实验
中学官微发布喜报：我校李玥、吴
润谦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
员”称号。 作为吴润谦的妈妈，黄
晓丹很自豪， 也很感激儿子六年
来在培正受到的良好教育，“孩子
经过培正的熏陶后，潜力无限”。

现在广东实验中学读初二的
吴润谦说：“省实的老师都说‘培
正出品，必属精品’，这说明了在
省实的师兄师姐都很优秀， 这是
培正的骄傲。 ”他认为，培正学子
之所以受到名校的青睐， 是因为
培小无论在学习、 品德和活动方
面 ， 对学生的培养都很到位：
“‘至善至正’的校风对我的影响
特别大， 这四个字的校风要求我
们做到尽善尽美、 精益求精。 学
校每年组织‘善正好学生’ 的评
选非常好， 如果能按照每一条标
准去做好， 我想每个人都是优秀
的学生。 ”

5月24日—30日 ，《善美·
育人———东山培正小学130周
年校庆书画展》 在陈树人纪念
馆举行。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创
始人， 他的孙女陈静芬女士及
其儿子、孙子，三代人都毕业于
培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年
81岁的陈静芬对母校“做人要
善，为人要正”的教诲仍铭记于
心， 这也让她毫不犹豫把子孙
都送来读培小。 她说：“尽管时
代在变， 但做人要善正是亘古
不变的。 ”

上世纪50年代初， 陈静芬
跟随祖母从香港回到广州，在
亲戚好友的建议下， 她入读了
培小。 她回忆道：“我当时正好
衔接上五年级，直到现在，我都
还清楚地记得培正‘至善至正’
的校训， 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
做人要善、要正。 ”

陈静芬认为，做人最重要的
宗旨就是善正：“应该从小就要
怀着善正的初心，一路走来才会
踏踏实实。 ”也正是“至善至正”
这个沿用至今的校训，让她很放
心地把儿孙都送来读培小：“我
的孙子在培小的育人氛围下身
心健康地成长， 也很懂得感恩，
他经常跟我说起培正的老师对
学生们都特别爱护。学校很重视
体育，我孙子现在读初三，已经
1.9米了， 他是在培正时培养了
篮球兴趣，叶志丹校长还经常跟
他们一起打篮球。 ”

广州培正同学会会长王达
雄既是培正校友， 又是培正家
长，两个孩子均就读于培小。他
是培正1984年复名后的第二届
学生， 谈及读书时印象最深刻
的事情时， 他说：“我最震惊的
是， 为什么每年的培正同学日
有这么多老校友回来？ ”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王达
雄开始去了解培正的历史。 原
来， 培正从创办开始就特别提
倡中西文化融合。 他发现：“培
正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学生德、
智、体、美、劳的发展，培正的
校长和老师水平都非常高，比
如黄启明校长， 是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硕士毕业的， 他1918年
担任培正的校长后， 就进行了
一系列大胆改革和扩展， 是奠
定今日培正家族办学规模的重
要人物。 ”

王达雄说， 他在培正接受
了良好的教育， 这也给自己为

人父母指明了道路：“培正的教
育特别强调做人， 早在一百年
前，黄启明校长就提倡‘敬业乐
群’， 即老师要尊重自己的事
业， 老师和学生都要有团队合
作的意识。哪怕在今天，这都是
非常积极的理念。 所以我毫不
犹豫把自己两个孩子都送来培
小读书。 ”

当了广州培正同学会会长
后，王达雄发现，培正同学会里
特别多几代都是培正人的：“还
有很多一个家庭里都是培正毕
业的，他们不止在培正读书，毕
业后还积极参加同学会， 继续
为培正服务。 这就是我们培正
人对母校的爱———一日培正
人，一生培正情。 ”

家长说：
培正的学生不仅成绩好，

综合素质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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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不乏百年老校， 哪怕在培正小学周围，她
也不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 可是为什么在基础教育
领域，培小能一路领先一个多世纪呢？

这是我此次深入采访培正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从采访老校长、现任校长到校友、学生、家长

和老师们，前前后后数十人，笔录材料3万多字，还
参阅了不少培正的史料。 慢慢地，培正一路领先的
秘诀开始浮现在眼前， 我觉得传承和创新是两个
关键词，最关键的是，他们真的做到了，而不仅仅
是喊口号。

“至善至正”是培正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校训，
现在也是培正立校的根本。 而创新，则是我很想细
细道来的一点。

采访完老校长陈兆熙时，学校安排了一辆车送
他回佛山南海，可是他却连忙摆手道：“啊，不用麻
烦啦，我自己叫滴滴回去。 ”当时，在场的年轻人都
很惊讶，80多岁的老者竟然都知道用滴滴？！ 太时髦
了吧！

果然，在翻阅培正的史料时，陈兆熙校长的“时
髦”、超前意识、创新等特点不断闪现眼前，比如从
1985年开始， 他就在培正小学进行了整体改革实
验，其实就是现在的通过学科融合来减轻学生课业
负担，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能这样做的学校都凤毛麟
角，可是培小30多年前就已经在实验了。 培小的学
生之所以成绩好，综合素质高，就是因为学校一直
强调课堂效率，课后才有余力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
活动。

培小一直勇做信息技术应用的“弄潮儿”。 早在
1994年， 就在广州市率先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实
验，学校现任党总支书记黄曼君是当年第一批实验
教师。 1997年是培小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
一年，学校被评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从此开启了信息化教学的新纪元，这也是为什么广
州市教育局长樊群会说“培正小学是传统与现代完
美结合的学校”。

为什么培小可以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办公室里的电脑纯粹是个摆
设，但时任校长陈兆熙说了句振聋发聩的话：“我宁
愿你们把电脑用烂，也不要把它放烂！ ”

为了鼓励老师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陈兆熙还
使出了 “现金诱惑”———每个老师都要在他面前考
试使用电脑，考试过关了，就能获得100元的现金奖
励。 这在当年，是笔不菲的奖金，所以老师们都利用
下班时间，踊跃地学习电脑操作。 就一个学期的时
间，学校几乎人人都会使用电脑。

迈进新世纪伊始，培小用教科研为抓手，在张
淑华校长的带领下，经历了网络环境下教学评价研
究、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教学研究、信息技术
与课程深度融合研究、云环境下教育教学创新行动
研究等多项课题实践探究，成就了大胆创新、致力
教改的研究型教师团队，连续五年获广州市教学成
果奖，出版十多本科研成果集，其中《利用可视化技
术促进学习能力提升》被广东省教育厅推荐参加全
国第十四届教学信息化应用交流会上展示并获二
等奖。 广东省未来教育实验学校、全国优秀电影课
实验校、教育部首批信息化试点单位等荣誉称号接
踵而来。 学校应用信息技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先
行先试的案例与经验多次在省市区，乃至全国各地
的教育部门和学校推广介绍。

叶志丹校长上任后，不仅大力推进智慧校园
的建设，还在文化传承上有新突破。 学校搭建智
慧德育环境 ，把 “至善至正 ”理念融入进学校管
理的方方面面 ，从理念到课程 ，再到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 ，在 “善正文化 ”引领下 ，推进互联网+时
代的混合式学习改革创新，开展大数据时代下的
个性化终端学习 ，探究式 、合作式等教学方式改
革如虎添翼 ，让 “面向未来 、润泽生命 、追求创
新、优质发展”的办学理念结出丰硕的果实。

学校善用新技术为课程改革助力，每学期都面
向市、区举办智慧课堂课例观摩活动，包括智慧课
堂课例展示、广州市“融合互联思政创新”教学研讨
活动、广东省“人工智能技术+教育”中小学校长培
训项目学员学习交流活动等。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
息技术学院谢幼如教授在观摩了培小语文、 数学、
英语、道德与法治、心理等学科的智慧课堂后赞不
绝口，充分肯定学校的智慧课堂在“立德树人”、“运
用技术”和“深度课堂”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效，
学生在这样实实在在的智慧课堂上提高了学习效
率与学习能力。

可能你会认为，应用信息技术的教学肯定是年
轻老师的长项， 但是在培小，50多岁的老师一样把
智慧教学玩得特别溜。 比如刚刚获得“新技术、新媒
体教学应用暨中小学创新课堂教学实践大赛”全国
一等奖的史莉老师，就年过五旬了，信息化教学不
输任何一位年轻老师。

教育信息化应用让这所百年老校焕发新活力。
这种深入骨髓的创新精神， 怎么能不令人着迷呢？
特别是，在培小这样有历史底蕴的学校，创新更有
其独特的魅力。

只要有空， 郑欣和黄晓丹都特别愿意过来培
正接孩子放学，“在等孩子的同时， 我们很喜欢坐
在校门口的大树下， 静静地享受校园里浓浓的文
化气息……” （文 / 何宁）

11 月 22 日晚的中山
纪念堂星光璀璨。 广州市
东山培正小学（下称“培
小”） 在此举办“培正新
声———培正创校 130 周
年纪念暨东山培正小学
文艺展演”活动，全球红
蓝儿女一起听培正新声。

百卅培正， 砥砺奋
进，学校始终与祖国同向
而行，红蓝儿女始终奋楫
争先。 进入新时代，培小
依旧蓓蕾绽放， 硕果喜
人：省级信息化融创项目
打造智慧校园，特色课程
培育善正品格，STEM、
PBL 营造善教乐学新生
态， 小小红色讲解员、善
正志愿团， 用心用情，红
蓝健儿英姿勃发， 体育、
音乐、美术捷报频传……

“我和我的培小”都
有着怎样的故事？ 听听校
友、学生、家长和老师们
的心声。

培正人话培正
时代在变，做人善正不变
时代在变，唯创新可领先

传承和创新，
是培正一路领先的秘诀

（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出品）

校友说：
一日培正人
一生培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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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学 130 周年书画展

“薪火相传”仪式

培正小学学生正在智慧课室上数学课

“培正新声———培正创校 130 周年纪念暨东山培正小学文艺展演”上，六年级超社表演《致敬·传承》


